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5), 1273-1281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5174  

文章引用: 田仁双. 政府采购平台监管的优化机制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5): 1273-1281.  
DOI: 10.12677/ass.2021.105174 

 
 

政府采购平台监管的优化机制研究 

——以“政采云”为例 

田仁双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1年4月20日；录用日期：2021年5月18日；发布日期：2021年5月25日 

 
 

 
摘  要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社会各领域转型升级、探索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现

实需求也要求政府部门持续改革传统治理模式。本研究立足于技术嵌入政府治理过程中潜在的不确定性，

聚焦于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如何实现政府采购云平台监管这一现实课题，通过对“政采云”平台实践

案例进行分析，尝试探究其在主体参与、程序运作、平台内容及数据安全等层面存在的潜在风险及问题。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嵌入政府治理过程可能存在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采购云”平台虽然

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政府采购流程，但全流程网上运作也隐含了诸多潜在的监管问题。因此，进一步优化

监管机制，对于促进政府采购平台持续和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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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 The actual 
demand for improv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y also requir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continue to reform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po-
tential uncertainties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embedding in government governance, focusing on 
the reality of how to implemen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loud platform supervi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rying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cases of the “Zheng Caiyun” 
platform and explore its potential risks and problems in terms of subject participation, program op-
eration, platform content and data secur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echnology embedding in the gov-
ernment governance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y have risks and uncertain-
ties; although the “Zheng Caiyun” platform simplifies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ocess to a cer-
tain extent, the entire process of online operation also implies many potential regulatory issues. 
Therefore, further optimizing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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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政府职能加快转变的新形势下，作为财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政府

采购制度、模式改革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力度，出台系列政策文件

和举措，持续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创新政府采购模式，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增强政府公信力。在数

字化转型大背景下，大数据、智能化等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嵌入政府治理过程，成为改进政府采购模式的

重要支撑手段，一方面提高了政府行政执法效率，增加了行政流程的公开性，成为助推政府治理效能提

升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技术的深度嵌入，也对传统政府采购模式造成了较大冲击，全流程“虚拟化”

的政府云采购模式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探究新技术运用给政府治理带来

的不确定性、找出亟需重视的监管问题，从而加强政府采购云平台的监督管理，使其更好发挥技术治理

优势，已成为助推政府治理持续改革的应有之义，这也是推进政府效能提高、增强政府透明度和公信力

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创新政府采购方式，提高采购效率和管理水平已成为迫

切需要研究的课题[1]。因此，必须紧跟新技术与政府治理实践发展需求，转变监管思路、创新监管模式

[2]，充分发挥好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于政府治理的作用。 

2. 相关研究梳理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府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创新，也推动了

政府治理理念的更新，政府采购云平台的产生和发展也正是适应了这一趋势。因此，有必要从这一背景

中对本文分析框架进行梳理，以便厘清整体研究思路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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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的必要性看，陈凯华、冯泽、孙茜(2020)研究认为，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目前从创新治理视

角研究科技大数据的作用和创新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从

数字化转型视角将创新治理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积极创新治理体系风险和防控机制[3]，以应对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产生的治理问题。从治理关注和作用的对象看，王超、赵发珍、曲宗希(2020)基于大数据驱动政

府风险治理的逻辑理路，提出政府风险治理“赋能式驱动”的对象主要是流程、技术、平台建设以及数

据管理等[4]，即应注重对上述域内的风险预防和治理。而关婷、薛澜(2019)等通过对技术嵌入治理的赋

能路径进行研究，认为技术赋能治理创新的实现过程涉及“治理挑战、解决方案、潜在影响”三个核心

要素[5]，并根据此研究框架思路，提出了技术赋能治理创新的运行逻辑与分析框架(图 1)，进而系统梳理

了技术运用在降低治理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作用。 
 

 
图片来源：根据查询资料整理绘制 

Figure 1. Analysis logic and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分析逻辑和研究框架 

 

结合当前数字技术和大数据广泛运用背景下政府网络采购平台的发展实际，认为以上学者的研究成

果和观点对本文研究框架及思路具有一定启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有利于明确研究问题的现实意义；研究着眼于我国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聚焦互联网、数字技术

等现代科技成果在政府治理中的运用，适应了大数据时代积极创新治理体系风险和防控机制的要求。二

是有助于厘清问题载体的思考方向；政府采购云平台的引入一方面简化了政府采购工作流程，一定程度

上拓宽了采购渠道，但新采购模式和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嵌入，也蕴含着新的治理问题，对各类参与主体

和各项流程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为分析框架提供了部分思路；技术嵌入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必然涉

及新的治理挑战、解决方案等因素，而要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就需要对其运行过程和现状进行分析。 
通过以上梳理，提出基于本文“政采云”案例的研究分析思路(如图 2)：一是弄清运作机制。通过选取

典型案例，在案例梳理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采购云平台建设的措施及其运作机制，归纳

其在技术运用、运作流程、平台建设以及数据管理方面的现状。二是找出潜在问题。结合数字技术运用过程

中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案例梳理情况，确定当前政府采购云平台建设中存在的监管问题。三是探究问题解

决的有效维度。针对存在的问题，尝试从主体、流程、商品内容和信息安全等维度提出政府采购云平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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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机制。 

3. “政采云”实践案例 

3.1. 案例内容介绍 

为适应数字化发展对政府治理提出的全新要求，利用新技术赋能政府治理改革，近年来浙江积极利

用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在政府采购领域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财政部批复同意《浙江省政府采购电

子卖场试点工作方案》[6]，将“政采云”平台作为财政部在全国唯一的政府采购电子卖场试点平台，迈

出了政府采购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步伐。浙江由此率先在全国建立起了覆盖采购全流程、全领域、涵盖多

主体，同时集网上交易和服务于一体的政府采购云计算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政采云”平台)，通过简化采

购流程、提供采购平台，大力推进政府采购数字化转型，为政企合作、简化政府采购流程打造一流的环

境，其具体运作模式和内容如图 2 所示。 
1) “政采云”的运营模式。“政采云”平台是“政府 +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于 2016

年下半年由浙江省财政厅与杭州阿里巴巴集团共同筹划，并由新成立的政采云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运营事

项 1。其借鉴了网络电商平台运作模式，用互联网思维重新创新政府采购形式，以期通过“技术 + 制度”

的创新推动政府采购流程不断优化。平台在整体上遵循“政府定规则、市场建平台、专业化运营”的建

设思路，在保证平台建设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一是在在运作规则制定上，强

调与市场化经营有所区别，发挥政府在采购管理方面的经验，在基本规则、运作流程规定上由政府制定

规则，以使其符合政府采购法律的要求；二是有效发挥市场主体的技术优势借助阿里巴巴集团在网络交

易平台建设上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合作推动建立新的运营管理平台；三是注重专业化运营，采用

市场化的方式，由政采云有限公司独立负责运营和管理，保障了平台日常运营的稳定性和专业性。 
 

 
图片来源：根据“政采云”官网资料整理绘制 

Figure 2. “Zheng Caiyun” mode of operation 
图 2. “政采云”运作模式 

 

 

1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政府采购数字化转型的浙江实践[EB/OL]. http://www.cgpnews.cn/articles/4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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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采云”的平台内容。在平台内容建设方面，通过借鉴电商平台运作理念，利用统一的线上云

服务平台，为政府采购和企业入驻提供不同渠道，同时推出了采购客户端和企业客户端，最大程度为采

购方和商家提供了便利。在政采云平台的建设过程中，有效结合电商化采购的优势，按照“抓大规小、

分类管理”的原则，进一步规范平台内容。结合政府采购实际，创新推出两类政府采购交易模式，即电

子卖场采购模式、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的项目采购模式[7]。其中电子卖场采购模式包括网上超市、网上服

务市场、在线询价、反向竞价、电子招投标等子系统；项目采购模式则主要对传统的采购方式进行电子

化流程再造，进一步提升项目竞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不仅实现了实物采购、虚拟商品采购的全覆盖，

同时分领域、分类别，极大增加了商品查找和采购的便利性。 

3.2. “政采云”实施成效及其作用 

平台自上线运行以来，以“最多跑一次”为理念指引，不断优化服务、增加供给内容，已为浙江、

重庆、广西等 8 省区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等省市和单位提供服务。截止 2020 年 12 月，平台累计交易笔数

600 余万笔，实现交易金额 8000 多亿元，目前已有 20 余万家采购单位入驻，代理机构数量达到 1 万余

家，供应商突破 40 万家，拥有评审专家 5 万余人 2。而在 2019 年，仅入驻采购单位 9 万余家、供应商

11 万家、代理机构 2376 家，拥有评审专家 38,787 人 3。政采云平台的运行推广，极大便利了政府采购和

商家供货，其线上集中采购的运营方式也为政府部门采购提供了便利，与传统采购模式相比，其主要优

势和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简化采购流程。政府部门直接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采购需求，确定采购商家，实现从预算编制、

采购交易到资金支付全流程网上办理，避免了线下采购面临的繁琐程序。通过在线平台“留痕式”的交

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采购的透明性，使交易记录“有迹可查”，有利于防范腐败现象的发生，

是政府采购监督的有效途径[8]，对提升政府公信力具有促进作用。 
2) 提高采购效率。实现政府采购“一次都不用跑”，既降低了政府部门与商家的对接成本，同时也

缓解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了与商家的快速、精准对接；有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

推动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9]，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办事能力和服务能力。 
3) 降低采购成本。“政采云”平台上线后，不断优化系统功能，项目采购、网上超市、在线询价等

功能的核心交易时间由原先 40 天左右，分别缩短至 23 天、0.55 天和 4.48 天 4，由此可见，采购平台有

效降低了采购的时间成本[10]，同时也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资金流动，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4. “政采云”平台的监管问题识别 

以上对“政采云”平台建设案例的分析梳理表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各类技术的嵌入运用在很大程

度上推动了政府采购效率提升、流程简化和成本降低，体现了新发展阶段政府采购的发展方向。但由于

采用区别于传统的采购模式、运作模式，其发展也面临诸多潜在问题(如图 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

现阶段我国政府采购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结合以上案例，本文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

几方面： 
1) 在主体上，针对网络式采购模式下的多主体监管存在较大困难。案例中，浙江省财政厅与阿里里

巴巴集团合作发起的政府线上采购平台虽然实现了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网上全流程办理，在一定程度

上精简了传统采购模式中的繁琐事项和流程，但过渡依赖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采购平台，导致各参

与主体间脱离现实接触，难以实现对各类主体的有效监管。如在“政采云”运行过程中，涉及采购方(政

 

 

2政采云官网. 数据中心[EB/OL]. https://s.zhengcaiyun.cn/?utm=a0017.2ef5001f.cl24.8.49c89b80442311ebaa6ff727a2aeed07. 
3中国政府采购网. 政府采购数字化转型的浙江实践[EB/OL]. http://www.ccgp.gov.cn/llsw/201910/t20191008_13050051.htm. 

4政采云官网. 数据中心[EB/OL]. https://s.zhengcaiyun.cn/?utm=a0017.2ef5001f.cl24.8.49c89b80442311ebaa6ff727a2aeed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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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平台运营方(政采云有限公司)、商家、采购代理机构以及评审专家等众多主体，每一类主体都

对政府采购的最终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在数字化平台建设的背景下，通过传统单一的监管方式显然

无法实现对上述主体的规范管理。还存在采购活动组织不规范、代理机构专业化水平低、评审专家履职

不到位等较为突出的问题[11]。 
 

 
Figure 3. Problem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case 
图 3. 基于“政采云”的问题识别 

 

2) 在平台内容上，一是商品及服务采购的质量难以有效保证，目前政采云入驻商家已达 40 余万家，

累计交易数量超过 600 万笔，从采购交易的内容构成来看，服务采购占 59.35%，工程采购占 11.33%，货

物采购占 29.32%5，采购内容主要为服务和货物商品。而网络平台采购的固有弊端之一就在于难以通过现

场查验和双向互动沟通等手段确定产品质量，网上竞价等形式虽然能降低采购成本，但难以有效保证服

务或商品的质量。二是平台数据监管存在难度。政采云有限公司负责平台运营，涉及梳理用户、资质、

权限、商品、公告、合同、流程等关键内容，掌握大量主体信息和采购交易数据及文件，独立于政府外

的运营模式使得数据监管难度显著增加。 
 
Table 1. Integrity data of platform providers6 
表 1. 平台供应商诚信数据 

诚信类别 数量(家) 占比 

安全 约 76,968 85.52% 

低风险 约 5616 6.24% 

经营异常 约 7389 8.21% 

高风险 约 18 0.02% 

受到处罚 约 9 0.01% 

总计 约 90,000 100% 

 

3) 在流程上，难以实现对网上采购、招标、投标等流程的全程监管。缺乏政府监管力量介入，仅依

靠运营平台的日常管理监督虽然能在平台交易阶段有效阻断违法违规采购和招投标行为。政采云有限公

司官网公布的最新供应商诚信数据显示(见表 1)，在有诚信记录的 9 万余家供应商中，存在安全风险、经

 

 

5政采云官网.数据中心[EB/OL]. https://s.zhengcaiyun.cn/?utm=a0017.2ef5001f.cl24.8.49c89b80442311ebaa6ff727a2aeed07. 
6数据整理自政采云有限公司官方网站，由于未公布具体数量，故以 9 万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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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异常或其他问题的供应商占比达到 14.48%，数量超过 1 万家，占据较大比例，表明出平台在商家入驻

资质审核或日常管理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针对商家违规经营的现象惩处力度不足，仅有 0.01%的平台

商家受过处罚 7，这也从侧面反映，目前针对各类主体的全流程监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5. 政府采购平台监管的优化机制 

5.1. 加强入驻主体资质审核 

建立健全资质管理体系，加强各类平台主体的准入、退出机制建设。对平台供货企业、招标代理机

构、评审专家等相关主体实行严格的事前审核制度，加强资质条件审查，设置相应资质级别并明确审定

条件，对各主体的资质条件进行严格审核。一是加强平台企业及供货商家的资格审查，建立有效资质证

件审核管理机制，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对企业的电子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

税务登记证等电子证件线上平台审核和监管；建立证件期效预警机制，定期开展过期资质的排查、清理

行动，对临近资质过期的企业进行通报预警，严格执行平台商家退出程序。二是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

资质审查，加强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平、公正、公开选拔，提高有关服务的精准性、可靠性，持续完善代

理机构准入制度和机制，提高各类代理机构质量；同时，建立代理机构责任倒追机制，将倒追责任落实

至具体负责人员，做到实时监督、严格管理。三是优化评审专家管理制度，加强评审专家资格、职称、

品德审查和评定，严格考察、审核其评审专业能力，细化评审程序和标准，出台管理细则；对评审专家

职责和评审纪律作出明确规定，提高评审专家队伍质量[12]。 

5.2. 强化平台运营主体监管 

加强对运营主体平台的监管，实现“源头治理”。一是加强运营管理人员的职业能力和法律法规培

训，提高专业操作能力和法律法规意识，强化从业人员的法治思想，结合有关案例进行教学，并通过业

务实操培训和法律法规解读，提升业务水平和法治素养，使运营管理和操作更加规范化、专业化。二是

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通过引进第三方监管主体对运营平台进行针对性监管，为平台监管提供专业性、

信服力强的监管服务和报告，以实现监督信息公开；同时在内部成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倒逼平台规范管

理。三是加强社会公众监督，建立健全社会监督制度体系，畅通监督渠道、丰富监督方式，保障公众应

享有的知情权，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格局；合理设置不同业务流程的监管主体，明确各阶段监管工作由谁

进行，怎样进行，进展到何种程度[13]。四是加大对平台运营主体的考核，利用外部施压等手段，将考核

结果纳入平台诚信数据库。五是监督灵活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优化平台程序，推动技术

革新，以技术促监管。 

5.3. 优化平台采购流程监管 

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流程监管。一是加强采购前招标过程的监管，严格对招标投标过程、合同

谈判、合同签定、合同履行等流程的监督，实现全流程、一体化监管，通过明确监督环节和监督形式[14]，
加强招标过程的良性发展，以更好地保障采购活动有序、公平的开展。二是加强采购中的行为监管，大

力推进招标采购诚信体系建设，制定诚信黑名单，加强采购人、供应商、评审专家和招标代理机构行为

规范管理，并实现各主体诚信评价结果公开，把各市场主体的诚信信息进行公开，以规范各主体行为，

构建诚实守信、高效有序的公共采购环境和氛围。三是加强采购后的结果监管，对采购当事人已经完结

的采购事项及采购结果的合法性、合规性依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核查、考核，及时将采购前和

采购中的监管信息向社会公开并加强对监管结果的运用，将其作为参与政府采购平台建设的重要审核指

 

 

7政采云官网.数据中心[EB/OL]. https://s.zhengcaiyun.cn/?utm=a0017.2ef5001f.cl24.8.49c89b80442311ebaa6ff727a2aeed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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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增强对各主体的约束力，进一步规范采购流程。 

5.4. 推动商品质量和信息监管 

首先，要完善采购平台商品的质量监管机制。一是建立严格的惩戒机制和责任落实制度，对采购过

程或平台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和不规范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加大对商品质量问题的处罚力度。二是

督促平台加强对入驻商家和产品进行全流程追溯，严格执行评审和认证程序，构建平台规则约束主体行

为；探索建立网民参与监督、点评的公众监督模式作为商品质量评价系统的参考指标之一[15]，拓宽用户

投诉反馈渠道，促进平台商品质量提升。其次，注重平台信息安全监管。一是构建数据信息反馈追踪机

制和信息保护机制，重点关注平台数据安全、用户和个人隐私保护、平台内公平竞争等问题，加强信息

安全保密工作，防止客户信息及数据泄露；二是制定出台专门的政府采购平台信息监管制度，在保密技

术标准、信息存储、信息使用、信息管理等方面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加大对平台信息泄露、信息交

易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5.5. 健全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一是健全多元主体沟通机制，建立采购代理商、企业供应商、招标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等利益相关

主体间的沟通交流机制，通过开展线上交流会议、定期联络会议等形式不断促进了解、深化合作；注重

社会公众监督平台和主体，形成开放发展、信息共享、多方参与的新格局，发挥多元主体积极共建平台

的作用。二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多主体间的信息共享，打破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屏障等问题，有效

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实现沟通效用最大化。三是构建互联互动机制，坚持开放融合、相互借鉴的原则，

构建主体间横向对接机制，明确各自责任和职责定位，将采购代理商、企业供应商、招标代理机构、评

审专家等不同主体联结起来，共同促进政府采购高效、高质开展。四是建立健全合作的法律制度保障，

在政策层面出台政府采购平台管理制度，为深化各主体参与的联动治理局面、提升政府采购效能提供有

力的法制保障。 

6. 研究结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数字化、大数据和网络技术已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近年来，

政府部门也在积极适应数字化发展需求，大力推广电子政务、线上服务等内容，线上采购作为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新时期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看到信息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应该深刻认识其背后潜在的监管问题。本研究基于浙江省财政厅“政采云”案例，从主体、流程、内容

等维度对其运作模式和平台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政府部门采购平台虽然拥有简化采购流

程、提高采购效率和节省采购成本等优点，但在平台主体、采购流程、商品质量和信息安全的监管方面

仍有待完善。为此，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机制措施，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一定借鉴作用，但由于

理论水平有限，对部分观点的阐释还不够深入、论证亦有欠缺，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而目前学术界对

政府采购平台监管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有待深入，有关议题仍然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芦艳荣. 信息化背景下的政府采购问题研究[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2: 2-3. 

[2] 李彦娅, 冷普林.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 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J]. 四川行政学

院学报, 2020(2): 32-42.  

[3] 陈凯华, 冯泽, 孙茜. 创新大数据、创新治理效能和数字化转型[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0, 32(6): 1-12.  

[4] 王超, 赵发珍, 曲宗希. 从赋能到重构: 大数据驱动政府风险治理的逻辑理路与价值趋向[J]. 电子政务, 2020(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5174


田仁双 
 

 

DOI: 10.12677/ass.2021.105174 1281 社会科学前沿 
 

89-98.  
[5] 关婷, 薛澜, 赵静. 技术赋能的治理创新: 基于中国环境领域的实践案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4): 58-65.  

[6] 财政部. 关于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财库函([2016]7 号) [Z]. 2016-07-11.  

[7] 陈昶彧, 江畅. 打造浙江省政府采购新模式重点推进政采云平台建设——专访浙江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处郭

定方处长[J]. 中国政府采购, 2017(5): 37-39.  
[8] Budak, J. (2016) Corruption in Public Procurement: Do We Need a New Research Model for Croatia? Economic 

Overview, 67, 306-327.  
[9] 王志刚, 周孝, 陈旭, 王胜华. 政府采购数字化转型的成效与挑战——以“政采云”为例[J]. 中国政府采购, 

2019(12): 59-67.  
[10] Gunasekaran, A. and Ngai, E.W.T. (2008) Adoption of e-Procurement in Hong Kong: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113, 159-175. https://doi.org/10.1016/j.ijpe.2007.04.012 
[11] 沈光波, 刘景新, 曹冬喆. 积极构建“互联网 + 政府采购”模式完善政府采购监管运行机制[J]. 中国政府采购, 

2020(7): 18-31.  
[12] 徐云蕾. 常州市新北区政府采购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2020.  

[13] 勒世玢. 国有企业采购中政府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18.  

[14] 张瑾彧. 地方政府采购监管问题研究——以驻马店市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 郑州大学, 2014.  

[15] 马源, 马骏. 构建包容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新格局[N]. 中国经济时报, 2019-10-24(00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5174
https://doi.org/10.1016/j.ijpe.2007.04.012

	政府采购平台监管的优化机制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latform Supervis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相关研究梳理
	3. “政采云”实践案例
	3.1. 案例内容介绍
	3.2. “政采云”实施成效及其作用

	4. “政采云”平台的监管问题识别
	5. 政府采购平台监管的优化机制
	5.1. 加强入驻主体资质审核
	5.2. 强化平台运营主体监管
	5.3. 优化平台采购流程监管
	5.4. 推动商品质量和信息监管
	5.5. 健全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6.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